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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网络在技术上的优势，网络写作与传统的有着明显

的差别，文学的运作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网络给传统

的文学运作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网络文学创作是一种基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全新的写

作方式，网络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写作和传播媒

介的变化，以及承载方式的差异，会使人的感觉、思维、表

达等方面都发生微妙的变化。“网络文学的兴起，给文坛带来

活力，也给传统的文学观念带来挑战和变异。作家身份的网

民化，创作方式的交互化，文本载体的数字化，流通方式的

网络化和欣赏方式的机读化；给文学存在方式、创作模式和

文学价值理念带来了强大冲击”1 。网络文学所表现出的新特

点，研究对象的变化，决定了我们不能以传统的视角来看待

网络文学，“计算机最深刻的美学意义在于，它迫使我们怀疑

古典的艺术观和现实观”2 ，因此，网络文学将为传统文学理

论和写作理论带来变革，在写作实践中实现对传统理论的更

新和重构。 
关键词：传统文学，网络文学，积极，消极，影响 

 
 تأثير الأدب الرقمي علي الأدب التقليدي 

التقليدية، كما   الكتابة  التقنية للإنترنت، تختلف الكتابة عبر الإنترنت بشكل كبير عن  نظراً للمزايا 
الأدب تغيرات هائلة، وقد أحدث الإنترنت تأثيراً كبيراً على الطريقة التقليدية  شهدت الطريقة التي يعمل بها  

 للعمل الأدب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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يعد الإبداع الأدبي عبر الإنترنت طريقة جديدة للكتابة تعتمد على تكنولوجيا الكمبيوتر والشبكات،  
وتوفر الإنترنت منصة جديدة لتطوير الأدب. ستؤدي التغييرات في وسائل الكتابة والاتصال،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م وتعبيرهم وما إلى ذلك. "لقد  الاختلافات في أساليب الحمل، إلى تغييرات طفيفة في مشاعر الناس وتفكيره
جلب ظهور الأدب عبر الإنترنت الحيوية إلى عالم الأدب، كما جلب تحديات واختلافات للمفاهيم الأدبية  
التداول   طريقة  أصبحت  "لقد  رقميًا،  النص  حامل  وأصبح  تفاعلية،  الإبداع  طريقة  وأصبحت  التقليدية.  

انية القراءة الآلية تأثيراً قويًا على طريقة وجود الأدب، وطريقة  شبكية، وتغيرت طريقة التقدير. وقد أحدثت إمك
والتغيرات في موضوعات البحث تحدد أننا لا  رقمي  لأدب ال ل إبداعه وقيمه الأدبية." "إن الخصائص الجديدة  

من منظور تقليدي. "إن الأهمية الجمالية الأكثر عمقا لأجهزة الكمبيوتر هي أنها    رقمي دب ال الأنستطيع رؤية  
إلى إحداث تغييرات في النظرية    رقمي دب الالأ تجبرنا على الشك في النظرة الكلاسيكية للفن والواقع". سيؤدي  

 الأدبية التقليدية ونظرية الكتابة، وتحقيق تحديث وإعادة بناء النظرية التقليدية في ممارسة الكتابة. 
 الأساسية: الأدب التقليدي، الأدب الرقمي، إيجابي، سلبي، تأثير   الكلمات

The impact of digital literature on traditional literature 
Online literary creation is a new way of writing based on 

computer and network technology, and the Internet provides a new 
platfor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Changes in the means of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differences in carrying 
methods, will lead to subtle changes in people's feelings, thinking, 
expression, etc. The way of circulation has become networked, and 
the way of appreciation has changed.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literature and changes in research topics determine that we 
cannot see digital literature from a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The most 
profound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computers is that they force us to 
doubt the classical view of art and reality.” Digital literature will bring 
about changes in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y and writing theory, and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theory in 
writing practice . 

Keywords: traditional literature, digital literature, positive, 
negative,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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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积极影响 
1．文学的回归        
文学回归民间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网络文学则成

为了这一趋势的执行者，体现了历史必然性中的偶然性。事

实上，文学最初是源自民间，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创作

产物。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的加强，文学创作逐渐脱离了民

间。一部分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逐渐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

文学阶层。特别是在文学创作变得更加赚钱之后，文学逐渐

远离了民间，成为了上层社会的高等消费品。“于是在某一天

大家发现，文学已经孤零零地站在人群之外，飘摇欲坠，然

后突然惊醒般的高喊：文学正在走向衰败!挽救文学3。 ”! 
网络文学被认为是文学的救赎，因为它促使文学创作重

新回归到民间，使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作者，并将自己的作

品发表在各种可见的平台上。文学需要面向民间、面向整个

社会。狭隘的文学已经不符合文学发展的要求。网络文学的

发展正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实际上，文学

的脱离与社会有关，而文学的回归同样也是源于社会因素。

正如前文所述，网络文学成为了这一回归的工具。“如果说新

文化运动解决了文学与民众之间的‘文字壁垒’问题，那么我们

同样可以说：网络解决了文学之于民众之间的‘通道壁垒’问题

。 ”4网络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因为它能够直接面

向广阔的市场。 
2.保存方式、阅读方式和传播方式的改变 
文学不再仅以传统纸质媒体 “白纸黑字”的形式存在，也

不再依赖于出版和印刷来传播，也无需依靠伏案阅读书籍才

能接触。信息的数字化改变了文学存在的方式，因此，网络

文学的迅速发展必然对传统文学造成一定影响。其中最重要

的影响之一是让传统文学作家意识到网络是文学作品传播的

新平台，它的影响力巨大，对其视而不见将影响到作品在读

者中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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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许多传统文学作家开始重视和利用网络传播平台

，愿意将自己的作品交给网络公司制作成电子版，在网上供

读者点击阅读，或者制作成音频、视频节目在网络上播放。

可以说，传统文学作品大量上传到网上供读者阅读，是网络

文学的巨大影响力催生的结果。 
信息的数字化扩大了文学信息的存储空间和传播空间，

提高了文学信息的传递速度和反馈速度，打破了文学出版业

的垄断，瓦解了传统文学体制中权威人物或机构在文学领域

的话语主导地位。这实现了文学创作大众共同参与的神话，

使文学活动真正实现了民主、平等和自由。自由的创作、传

播、阅读和批评使得文学活动更符合艺术的本质，因为艺术

应该属于人民。纸墨媒体被“E媒体(Electronic Media)”取代，

自然语言被机读语言所取代，过去单一的文字符号，转变为

文字、动画、声音等多种符号的联合书写，文学文本的线性

组织变成了非线性的超文本链接。这一变化，使文学呈现出

空前的信息多元化。 
多媒体在文学中的应用，使静态的文本转变为动态的文

本，人们的单向阅读成为了一个由视、听、思等各种审美感

官和信息接受方式综合参与的过程。这给写作和阅读的方式

带来了本质的变化。这种多媒体文本，更加贴近自然的思维

方式，已经使传统文学观念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

，正是未来文学的发展模式，使文学更具有可读性，更加贴

近广大民众的心理，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网络文学改变了传统文学创作中作者与读者之间长期固

定的关系，网络文学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作者自唱自吟的结

果，而是成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不断交流、相互影响的交互

式作品。通过网络，作者与读者可以做到直接交流，而且反

馈交流及时、快速。网络文学作品写完了直接贴出去公之于

众，几分钟之后，作者就可能看到读者“真臭”或“值得一读”
的评论。从创作、传播到阅读、评论，一部网络文学作品有

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完成。随着读者阅读中随时进行的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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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形成大量的回应文字，能使网络作家在对话中激发灵感

，让作品越到后来便越见精彩。读者即时的信息反馈激发了

他们的创作欲望，是他们创作的真正动力。如在写作《第一

次亲密的接触》过程中，就不少读者纷纷回应，为其中的女

主角“轻舞飞扬”5 向作者求情，担心死亡结局的来临。“你在

网上写了一段文字，可能很快会得到一些网友的回馈，这样

就促使你一段一段写下去，会使你不断产生一些新的创作欲

望6， ” 
在阅读网络文学时，读者不仅有阅读的自主权，而且还

有批评和再创作的自主权。读者通过多种方式和作者谈阅读

后的感想、体会，评论作品，甚至参与创作。有的网络作者

还主动征求大家的意见，作为创作的参考。2002年在互联网

上风靡的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7的创作过程，就是

典型的作者与读者的交互创作。一个名叫慕容雪村的作家不

断地把新写好的小说片段贴在网上，众多种版本，至今真伪

难辨。在网络上，所有读者都可能是作者，在网络文学创作

中真正得到了实现。“由此，区分作者与读者就失去了根本意

义。这种区分只成了一种功能性的、对具体情况的区分。读

者随时都准备成为作者，他作为内行就具有了成为作者的可

能……”8 ，这一表述正好说明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新型关系

在网络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被重新界定了。 
3.创作主体思维方式的变化 
过去的传统文学需要创作者用笔去书写，这样的方式常

常因速度慢，使创作者的思维中断，常常会造成“断电”现象

，使创作的时间延长。而在电脑上进行写作，创作者更能接

近“心手相应”9 的状态，这给创作者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模式都

带来了根本变化，容易形成思维上的跳跃性和差异性，从而

产生出创造思维的火花，使写作更具有活力。这种写作方式

，更有利与激发创作者的创作灵感，催生更多神奇的作品。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键盘敲击不仅带来了创作形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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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造成了创作者心理的改变。而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积极意义

，对于文学创作来讲，是极其必要和有价值的。 
在网络文学写作中，传统作家的神圣感和作者感消失了

，作者摆脱了功利目的的诱惑，获得了自由的创作心态。网

络似乎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聚众狂欢的场所，写作已经成为了

一种爱好，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自由宣泄感情，寻找同道和心

与心的交流，更看重写作过程中的舒适和畅神。网络作者更

注意语言本身的表达上，追求语言的外在魅力和新鲜感，更

像是在玩语言游戏，而不像传统文学那样追求语言的思想内

涵。 
4.文学类型的模糊和融合 
传统文学作品的类型是十分明确的，诗歌、散文、小说

、杂文，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准。如果出现了一些类型模

糊的作品，往往得不到传统文化的认可，被认为是另类。 
网络的虚拟与现实并存，可以创造一个文学的幻境，使

文本表达更加丰富多样性。另外，网络的这一特性使得传统

文学类型的分类不再明显。网络之中戏谑的文字组合与不同

的表达方式，让不同文学类型可以自由变换，这样，我们很

难在纪实与虚构、文学与非文学之间划分一条明晰的界限。

网络文学本身的不确定性，就使它不断摇摆在纪实与虚构之

间。 
曾经在网络上红极一时的《悟空传》，是根据中国古典

名著《西游记》改编的。作品里充满了一些诙谐搞笑的情节

，表现手法多样，我们很难明确界定它属于哪一类文学作品

。网络文学类型上的模糊和各种类型的日益融合，使文学创

作不受限制而变得更加灵活开放，从这个方面来说，对于文

学创作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消极影响 
尽管目前网络文学创作红红火火，但我们无法预测它未

来的发展方向，也不能就此断定它一定能够在艺术领域里结

出丰硕的成果。因此我们在认可网络文学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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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也要认清它的消极影响，清醒地认识到网络文学对

艺术精神的放逐和对人文价值的忽视。网络文学在创作过程

中对传统文学写作方式的解构便是其对文学造成负面影响的

表现。 
 
1.文学语言的无序化 
在传统文学中，字､词､句的使用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则。

这种规则虽然说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传统文学在字、词、句

上的创造力，但是也赋予了传统文学深刻的意义、严肃的文

化内涵和价值取向。 
但是网络文学不同，它存在的根本意义是为创作者提供

一个实现创造力的渠道，所以在网络文学中经常可以看到短

句、模仿、剪贴、乱弹等无规则的语言使用形式。 
所谓短句顾名思义就是短小、精悍的句子。网络文学和

传统文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明显的共通性。传统文学讲究

把每一个字都注入深刻的内涵，其讲述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

传至今，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其体现了传统文学在字词的严

谨运用。而网络文学中的短句虽然在内涵的表达上有着异曲

同工之妙，但是对于句子中的成分是毫不讲究的。它们更追

求如何快速地给读者带来情感刺激。 
“模仿”就是模仿他人作品的结构，改头换面变成自己的

东西：“乱弹”即一种毫无规则的表述形式，也是网络文学无

视传统文学使用规制的体现。“乱弹主要强调的是‘乱’，虽然

云山雾罩，但是却也要有章有度，乱是思维上的乱而不是内

容上的乱，所以‘弹’就是‘乱’的补充，让‘乱’的内容有张有弛，

内容合理，但是又能够引发人们的头脑风暴。不过毫无疑问

的是，乱弹严重打破了传统文学在字词使用方面上严谨的特

点，更体现出的是一种随意性和创造力”10 。 
2.文学意义和深度的动摇 
无可否认，网络文学打破了传统文学的束缚，给更多的

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但是同样的，偏低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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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槛也让网络文学的文学性难以得到保障。网络文学从出

现到兴盛所经历的时间仅有短短几十年，其中网络文学审核

机制的发展进程远远跟不上网络文学的发展速度，所以就导

致网络文学所提供的自由、开放的创作环境被一些低俗的、

粗糙的文学作品所污染。这种污染也严重影响到了传统文学

的发展。一方面来讲，网络文学的快节奏情节设置使得读者

的文化修养在不断降低。为了迎合广大的受众群体，网络文

学所使用的粗俗的网络语言在持续拉低读者的文学修养，使

得传统文学失去了发展的土壤。以至于网络文学一时之间成

为传统文学领域的污染源，让许多传统文学的作者失去了和

谐的创作环境。 
自网络与文学相接触以来起，诗学精神、人文精神就面

临严重的衰退。网络文学对传统审美方式的影响体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主体责任的削减；二是传统价值观念的改变；三

是文学想象力的消亡。 
传统文学作者们都有地可查，他们必须对自己创作的作

品负责。他们的作品必须对主流文化起到引导的作用。然而

，网络作品是匿名写作，作者往往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此外

作品的原创性难以控制，抄袭现象比比皆是。网络作品对传

统人生观、生命观和价值观的颠覆作用也不容小觑的。由于

网络作品的随意性和免责性，使这些作品的言语偏激，存在

很多误导性观点，对传统的道德观念往往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此外，从纸质阅读到电子阅读的转变，改变了读者的想象

力和对作品的体验，文学的社会效应大大打折。 
王岳川11在谈到现代社会写作的新变化时说：“思想写作

渐渐退出了现代写作主角的地位，而使得‘语言写作’本身大面

积地出现在思想的领域”12。网络作者们只关心自己的感受，

不顾读者和公众，对公众、社会甚至人类的崇高使命感已经

消失。文学艺术成了作家、艺术家个人感觉的玩偶。杜夫海

纳13所指出的现代艺术家的缺点，在网络作者身上也明显地表

现了出来，即他“对人的环境与自然环境再也提不起兴趣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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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他周围的人们不过是匆匆来去的过客。如果不是偶

尔还有一种权威性的声音使他麻木或令他感奋的话，可以说

，已经没有一种使命感是他欣然承担的了”14 。网络作者们在

作品中无意承担对社会生活及生命价值的总体思考，而是充

分表现着世俗性和平民化，演绎着媚俗和滥情，缺乏人文关

怀，缺乏精神维度，也缺乏内容深度和历史感。 
因此，网络文学的价值标准自然不同于传统文学，在网

上，那些新奇、悬念、刺激或搞笑的作品更受读者欢迎，而

感情含蓄，态度温和，需要反复咀嚼，寻味其精神内涵的作

品则不太受欢迎。雅斯贝斯15 认为，在西方社会技术化了、

教育技能化了，“艺术也变成了单纯的娱乐”16手段，网络文学

在和高科技的结合中，让更多人获得了文学表达和接受的机

会，文学摆脱了功利主义的重担，回归到自由抒情、悦心欢

乐的游戏创作本质，使文学的价值功能由经国立业向世俗化

转化，变为自娱和娱人。 
 3.多媒体表达对诗性精神的拆解 
根据传统理论，艺术形象是间接的，是想象的形象。由

于文学作品的形象隐藏在语言符号中，必须通过读者的表象

、联想、想象等中介环节，才能在读者脑海里唤起具体可感

的形象来。文学是一门需要想象力的艺术，需要自我体验和

自我陶冶。如果没有了想象力，一切都以直观形象的方式表

达出来，人们不需要想象，不需要结合自己的经历体验，文

学作品的文学效果就已然失去。阅读传统纸媒文学作品时，

由于都是抽象的文字，读者的想象力和情感体验相对较强。

金庸17的代表作《天龙八部》18中，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的人

物形象，作品也给无数金庸迷带来了无尽的梦想。这部作品

也多次被翻拍成影视作品。但是无论哪一版本，似乎都无法

超越原著给读者带来的感受。由于网络多媒体文本的表达方

式非常形象具体化，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读者对作品的想

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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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手段消解了传统写作中写作者语言表达的痛苦，

拓展了写作表达的内涵，增强了写作表达的丰富性，使写作

有了立体表达的可能。读者被训练成越来越没有耐心和想象

力的人，他们对作品的要求是直接、明白、刺激。也许网络

时代的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以图像为中心的表达。在网上，人

们更多的是在浏览而不是在阅读。读者任由文字和图像从眼

前飘过，一般都是即兴漫游，一目十行，而没有时间仔细品

味，文学的审美体验被减弱，“字立纸上”19的诗化语言被以声

光电屏为手段的多媒体表述手段彻底拆解了。 
网络文学到底是拉低了传统文学的审美层次还是提高了

传统文学的审美层次始终是文学领域所探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其实客观来看，网络文学的存在是现代社会网络化的必然

结果，那么也就是说网络文学实际上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时

代文学，而在这个网络时代的背景下，不得不承认的是网络

文学降低了文学创作的底线。 
互文性写作对独创精神的消减  4. 
在传统的艺术观念中，作品一旦被创作出来就是独一无

二的。鲁迅说：“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20。网络文

学作品具有互文性写作的特质，虽然创作数量惊人，且作者

总是不断变换新风格，但这些作品同时又呈现出统一样态，

高度雷同。由于网络资料的丰富性和网络传播的速度性、开

放性，网络作者能轻易获得相关参考资料。网络作家在创作

时，会不由自主地受网上流行作品套路的影响，套用一种成

熟的模式表达情感，表现出超越个性的共同特质和网络色彩

。网络上的大多数作品走的都是套路，如关于网恋的作品，

自从痞子蔡《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出现以来，产生了无数模

仿之作，形成了网恋作品套路。无疑互文性写作提高了网络

作者创作的兴趣，极大丰富了作品的创作手段，为读者参与

创作和评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互文性写作也明显降低

了作者关心现实的热情，网络上大量的戏拟和模仿之作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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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传统写作的价值观，使写作变成文本转换和拼贴的游戏以

及鹦鹉学舌般的模仿，消减了写作者的创造力。 
5.艺术心灵的失落 
与网络写作相比，传统写作的显着特点之一是：缓慢。“

爬格子”21，是对传统写作方式的描绘，传统文学写作中一直

追求的虚静的写作心态也与这种写作方式相适应。作家总是

以遥远的情怀、细微的体味能力和从容自适的艺术感悟，在

安静的观照中，以静心静笔表现对生命与宇宙本体之静的贴

近与归依，寻求作品与自然生命和精神的相通。写作不是靠

知识和技艺，而是靠灵感和“神灵”凭附。 
网络写作则表现为一种快速性，首先是文字输入快速流

畅，大块文字随意组合。句子的随意扩张，信息的剪切、复

制、粘贴、和跨文本的剪接、调用都很方便，使快速输入和

输出都成为可能。如今有了电脑和网络，日撰万言已没有什

么问题。 
另外，网络交流传播的信息量大和信息传输速度快的特

点以及网络上时间就是金钱的理念，也要求写作必须是快速

的。因此写作只注重快速码字而不注重心灵，更注重技巧而

不注重精神。 
信息多、杂、快的网络存在与文学写作情感化、艺术化

，且需要时间的恒定性和情绪的稳定性的虚静理论形成悖论

。电子时代的简便与快捷牺牲了沉思与自省。余华意识到了

这一点，他在谈到网络文学时说“网络最大的用途还是信息交

流和电子商务。好比我们的世界，有房屋，有街道，写作总

不能站到十字路口去写，还是应该在一个安静的小房子里  ”
22。 

在网络面前，复杂的信息和快速的传播，让作家更加浮

躁，难以保持虚静平和的写作心态和细致入微的艺术感知力

，生活变成了快餐、思想变得浅薄了，不再有深刻的内心世

界，正如钱穆23所说:“抑且古代少事物侵扰，其心纯深，故易

感。后世事物侵扰多，其心杂而浮，则不易感。今则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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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为见物,不见心”24。所以网络时代的文学写作并不缺乏

才华，智慧和技巧，而是缺乏悲天悯人的情怀和远离嘈杂与

热闹之后的宁静致远的艺术心灵。 
结论： 
网络写作与传统的有着明显的差别，文学的运作方式也

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网络给传统的文学运作方式带来了巨大

的冲击。网络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但却已

经初露端倪。网络文学不管怎么发展都只能承担的是当今的

时代特征，它不可能卸掉也不能去承载超越时代的东西，就

像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一样，都有自己承载的东西。网络

文学始终只能作为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它不可能单独的从当

代文学中分割出来，而它却有着自己的时代特征。我们将慢

慢的发现，网络文学使文学回归民间后，也将使文学的发展

出现更大的前途，使文学创作去职业化。因此我们在认可网

络文学所带来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要认清它的消极影响，

清醒地认识到网络文学对艺术精神的放逐和对人文价值的忽

视。网络文学在创作过程中对传统文学写作方式的解构便是

其对文学造成负面影响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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